
城乡加速向“新”美好生活提“质”
——市住房城乡建委多措并举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时近岁末，重庆住建领域喜讯不断——

11月，国家发改委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全国首批45家“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名单，重庆两座污水处理厂入围；

12月初，第二届“中国建造·慧享未来”建筑机器人大赛暨第四届川渝住房城乡建设博览会在渝举行，19个省市104个团队122项产品作品

参赛参展，多维度展示了中国智造的硬核实力；

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先后公布《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二批）》《住房公积金数据质量提升经验做法清单（第一批）》，重庆四

项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经验和两项住房公积金经验分别上榜并向全国推广……

频频获得市场和行业认可的背后，是重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坚持向“新”而行、为“质”而动、借“智”发力，开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生动写

照。今年以来，市住房城乡建委以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引领，聚焦城市更新、和美乡村建设、住房保障、房地产市场稳定、智能建造、扩大开放

等热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精心耕耘、锐意进取，不仅推动城乡建设加速向“新”，让市民美好生活提“质”，也激发了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

动能。

城乡加快焕新
颜值“亮眼”气质“入心”

一年多以前，“90后”女孩封莎辞掉
了在外地的工作，回到自己儿时生活的
地方——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
区创业。

“别看现在的民主村店铺林立、游人
如织，过去却是脏乱不堪，让人窝心。”封
莎说，民主村地处背街小巷，最老的房屋

“年龄”超过70年。居民楼年久失修、环
境脏乱无序，与周边时尚、大气的重庆万
象城等商圈形成强烈反差。

变化，发生在2022年。
作为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

（区）之一，九龙坡区将原为国营建设机
床厂家属区的民主村社区纳入城市更新
改造的重点范围。经过两年多精心“手
术”，该片区已改造建筑11万多平方米、
保留建筑31万多平方米、拆除危房4万
多平方米，初步实现“居民新家园、商圈
新纽带、创业新天地”的目标。目前，民
主村社区二期改造进入尾声，计划2025
年元旦前对外开放。

民主村片区改造后，颜值“亮眼”、气
质“入心”，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大幅增
强。当地居民彭阿姨表示，去年一期工
程改造完工后，居民们成立民主村片区
艺术总团，威风锣鼓、太极舞剑、扇子歌
舞等队伍迅速壮大，团员人数超过400
人。“生活在这样美丽的小区，拥有这么
多姿多彩的晚年，我感到很幸福。”她说。

实现“逆生长”的不仅是民主村社
区。近年来，我市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为抓手，全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
市。截至目前，重庆市级城市更新项目
库在库项目达到288个，涉及更新改造
面积 1.4 亿平方米，其中续建项目 115
个，完工投用50个。

老旧小区改造，在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的同时，也让许多居民过上了品质新
生活。数据显示，自2018年启动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试点以来，截至目前，全市累
计启动改造老旧小区8689个、1.92亿平
方米，惠及居民202万户；累计同步改造
提升养老托幼、农贸商超、社区食堂、文
化体育等配套设施9400余处，新增停车
位6万余个，加装电梯6100余部。

城市面貌蝶变焕新，乡村建设同样
如火如荼。

为推动川渝两地建设“高品质生活
宜居地”，重庆市和四川省决定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开展“巴蜀美丽庭院示范
片”建设，计划“十四五”时期，两地重点
建成100个省市级“巴蜀美丽庭院示范
片”。自2022年启动首批示范片建设以
来，截至目前，重庆已建成“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项目29个。

保护发展并重，让我市许多传统村
落焕发全新生机。截至目前，重庆5个区
县被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县，建成传统村落保护市级示
范点100个，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53项，命名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707项，培育巴渝传统建筑工匠820名，
建设巴渝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实体馆）
5个，初步形成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体系，
留住最美乡愁。

住房保障有力
市民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住房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
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

让更多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安
上提质，我市一手抓保障，一手抓市场，
积极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今年10月，重庆嘉寓公司收购已建
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第二
个项目——佳寓华成路店正式投入使
用。该店距华成路地铁站仅20米，空调、
热水器、衣柜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月租
金均价1100元左右，吸引了不少新市
民、青年人咨询、签约。

这是我市加快发展保障性住房的一
个剪影。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多渠道筹集保
障性住房，加快完善租购并举的住房保
障体系，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指数——

一方面，坚持存量盘活为主的发展
思路，优先利用存量房建设保障性租赁
住房。截至目前，重庆保障性租赁住房
已累计筹集29万套（间），已投用18.2万
套（间），解决了39万新市民、青年人等群
体住房困难。

另一方面，我市针对住房困难的工
薪收入群体，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推
进项目建设。今年开工建设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7000套，涉及主城都市区14个项
目。

此外，持续完善公租房运行、管理机
制，给困难群众营造温暖的“家”。在我
市，公租房则主要面向本地户籍和在我
市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住房困难家
庭。截至目前，全市公租房累计分配
56.6万套，帮助140余万人解决了住房困
难问题。

在持续兜牢住房保障底线的同时，
我市还多措并举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满足群众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
求。

今年以来，我市发布《关于进一步调
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关于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的通知》、优化
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以及取消普通
住宅标准等重磅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
企稳回暖。10月，中心城区商品住房率
先止跌回稳，特别是新建商品住房成交
量同比增长8.4%，环比增长1.6%，实现
年内以来首次双增长。11月，中心城区
一、二手住房网签成交176万平方米、1.7
万套，同比增长14.2%、环比增长8.7%。

千方百计稳民生、解民忧，我市还全
力以赴打好“保交楼”“保交房”攻坚战。
建立市、区（县）、项目三级工作专班，专
人专职集中办公，纵深推进保交楼工作，
实现线上线下跟踪管控；住建、法院、财
政、公安、信访、金融监管等部门加强协
同联动，从项目手续办理、涉法涉诉问题
处置、项目资金追回、新增配套融资等方
面出台支持政策，疏通保交楼工作难点、
堵点问题；坚持每日调度、责任到区、责
任到人，各项工作持续闭环管控，项目建
设交付打表推进……随着各方形成合
力，“保交楼”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截至
今年11月，全市237个“保交楼”项目累

计交付房屋21.3万套，解决了60多万群
众急难愁盼的接房问题。

“保交房”工作也取得可喜进展。今
年以来，截至11月底，全市“保交房”项目
累计交付房屋4.7万套，切实保障了许多
购房市民的合法权益。

行业提“智”增效
高质量发展动力强劲

时值隆冬，位于江津区的重庆团结
湖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团结
湖产业园项目”）却是“热度”和“速度”不
减。工人们忙着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
机电安装、装饰装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

团结湖产业园项目不仅是全国首批
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项
目之一，也是我市2023年首批智能建造
试点项目之一。该工程之所以推进迅
速，在于其应用BIM技术开展参数化设
计，解决“错、漏、碰、缺”问题1050条，降
低返工成本500万元；应用自研的数字
化管理平台，提升管理效率50%，实现项
目建造减碳30%；机器人技术在主体结
构施工、装饰装修、质量检测等重要工序
的应用，也帮助项目大大缩短了建设工
期。

在我市，像团结湖产业园这样推行
数字化、绿色化施工的项目还有许多。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
因地制宜发展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围绕
数字住建、智能制造做文章，持续推动行
业提“智”增效，打造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引擎”。

积极推进试点方面，我市按照“试点
区县—示范企业—试点项目”的工作体
系，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建设，推广建筑机
器人等智能建造技术集成式、体系化、系
统性应用。目前，全市已培育智能建造
试点区县5个、示范企业10家、试点项目
42个，推动10余款100余台（套）建筑机
器人与智能施工装备落地应用。

政策扶持、资金激励方面，将建筑机
器人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资金
8000余万元，建设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
科创中心，集中攻关关键技术；筹集资金
5000万元，成立重庆智能建造产业专项

天使投资基金；出台《重庆市“机器人+”
应用行动计划（2024—2027年）》，将“机
器人+智能建造”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预计今年，全市与智能建造、建筑工业化
相关的现代建筑产业产值将突破2900
亿元。

深化区域合作方面，川渝两地通过
标准互认、新技术推广目录等，促进两地
建筑业技术进步。川渝两省市建立继京
津冀之后全国第二个区域工程建设标准
一体化发展机制，累计互认工程建设标
准5部，在全国率先跨区域推广应用新技
术58项。

加快数字赋能方面，推进数字住建
“1+7+1+N”（即1个住建大脑、7大应用
板块、1个数据底座）架构建设，加快打造
贯通市区的住房城乡建设“一网智治”平
台，努力形成全市住建业务“一张网服
务、一张图治理、一平台调度”的整体智
治体系，初步建成住建领域CIM平台。

数据印证了我市深入推进城乡建设
领域“碳达峰”工作的成效。我市通过强
制推广和激励引导双向并举的机制，“十
四五”以来，全市城镇新建民用建筑设计
阶段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民用建筑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60%；累计组织
实施绿色建筑1.18亿平方米，竣工绿色
建筑约1.46亿平方米，组织实施高星级
绿色建筑项目约1543万平方米。

随着重庆积极探索“数智融合”新路
径，建筑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的动
能更足，不少建筑企业的实力增强，“走
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

前三季度，我市完成建筑业产值
7230.2亿元，同比增长4.0%。其中，全市
房屋建筑业实现产值超过4600亿元、增
长3.4%；土木工程建筑业实现产值超过
2000亿元、增长4.9%。1—9月，本地企
业出渝承揽工程实现产值超过2000亿
元、增长8.2%，占比达28%。

下一步，市住房城乡建委将继续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稳中求进中守正
创新，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谋创新，
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
区”建设，推动住建领域经济运行全面提
质提速，奋力谱写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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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重庆市级城市更新项目库在
库项目达288个，其中续建项目115个，完工

投用50个。
■2018年以来，全市累计启动改造老旧小

区8689个、1.92亿平方米，惠及居民202.14
万户。

■今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轨道站点步
行便捷性提升两件市级重点民生实事开工率
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加快推进首批8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

预计惠及近6万人。

■截至今年11月，全市237个保交楼项目

累计交付房屋14.4万套，解决了40多万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累计建成29个“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

项目；5个区县被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
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建成传统村落保护市级示
范点100个。

■全市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9万套

（间），投用18.2万套（间），解决了39万新市
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新开工建设配售
型保障性住房7000套，在全国范围率先上线
保障性住房资金监管系统。

■培育智能建造试点区县5个、示范企业

10家、试点项目42个，推动10余款100余台
（套）建筑机器人与智能施工装备落地应用。

■开展川渝共推新技术探索示范行动，在
全国率先跨区域推广应用新技术58项。

■采取“一企一专班”方式帮扶企业晋升
资质，新增特级企业1家，一级企业43家；大

力引进36家建筑业央企入渝落户，入渝建筑

业央企总量超过60家。
■组织建筑业暨房地产业“渝水天山、同

心共建”展示推介活动，渝新两地300余位企
业代表、行业专家等参加，与新疆业主单位现
场签约41.2亿元。

第二届“中国建造·慧享未来”建筑机器人大赛现场智能幕墙安装机器人正在操作

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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